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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基础教材》

内容概要

《中华文化基础教材》分上下册，上册为“论语选读”，下册为“孟子中华文化基础教材范本《中华
文化基本教材》选读”与“学庸选读”，内容以儒家经典《四书》为主，面向高中学生进行分类讲解
，分为22个单元，共计选入《论语》168章、《孟子》50章、《大学》4章、《中庸》 4章。每个单元之
前均附有“引言”，之后则设计有“问题与讨论”，各章中还穿插大量“章旨”、“注释”、“解读
”、“相关名言”等板块。教材在编选上打散《四书》原有篇章次第，改采分类编辑的形式，多选择
为人、为学、论仁、士、君子与小人等主题，讲述道德修养、教学、伦理、政治、礼乐文化等内容。
大部分单元后还列有“今人今事”与“历届大考试题”。在“历届大考试题”方面，《中华文化基本
教材》仅选择台湾地区高中大考试题，引进后的教材则改为以内地的全国高考试题、地方高考试题以
及高校自主招生试题为主，更符合内地的教学实际，同时部分地辅之以新加坡、香港地区、台湾地区
的相关试题，用以拓宽学校和学生的视野，以帮助学生提高知识运用与解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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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文已发表于《现代教学》2015年第Z1期，题为《引领学生互教互学互研经典》）“传统与当代
结合”——这样的话语总是随处可见的。比如植物栽培技术、服装设计、糅合民族元素的的流行音乐
创作，甚至连我们喝一口茶饮料似乎也能品出几分这样的味道。诚然，“贯通古今”于后人而言是重
要的，既要传承经典菁华，又要适应当下人们的意识习惯，能自然融合此二者，便为好事一桩。于教
育而言，更是如此，尽心为之，多多益善，功德无量。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作为一名语文教师，
在古代诗词曲文方面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也是“贯通古今”的一种，可问题在于，虽尽力做到详
尽周到，然单调之格局亦不可免之。想来，“传统与当代结合”，要做到如此这般，可不是朝夕易事
。尤其在本学年，我校引进了在台湾地区使用了近六十年的传统文化教材——从《论语》、《孟子》
、《大学》、《中庸》中遴选篇目汇编而成的《中华文化基础教材》，可谓真正将“传统”绍介到了
我们的面前。而面对这些位“最熟悉的陌生人”，该如何尊奉“与当代结合”的待客之道，而使得学
生们异口同声地呼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双眉紧蹙或是彷徨叹息自然于事无益，看着其他
同事都在认真商讨，精心准备，原本惴惴不安的我也似乎缓过神来，从同事的分享与自己的思索中，
得到了重要启示。我想，其中之一便是，在“三学三研”教学模式的引领下，让这些富有当代精神的
学生转换角色，从作为讲台下认真听讲的受教者，转换为积极研读文本、思考教学设计的研究者，最
后成为走上讲台自信地传授知识的施教者。像这样使学生在关于传统文化教材的整个“先学后教”的
过程中，有作为学习研究主体的直观实践体验，较之于传统的教师口传心授，虽未必更为真切深入，
但毕竟使他们减少了信息过渡的环节，直接与经典之作见面，在赞其伟大精深的同时多少会平添几分
亲切感（尤其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自行体悟到这些圣贤道理之后）。与此同时，不少学生对于当下社
会生活中种种信息的敏感度并不亚于教师，且能够从其思维、心态与视角进行信息选取及思辨加工，
这也就意味着，当学生通过研究传统经典中的某个内容而收获一点心得之后，其便能够将收获的这个
点与当下近似或相左的事件、道理串联起来，这样的举一反三即是助其产生“贯通古今”的进一步思
索，在自己有了感悟的同时，也能将这些感悟通过恰当的方式有效地传递给课堂上的同龄人。综上，
这种以学生主体参与研究，辅之以“兵教兵”的策略，是国学经典教材教法的一种尝试，当然，教师
本身应以一个必要时出现的引导者的身份作为协助其完成各项环节的保证，而这并不妨害他们去落实
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学课。通过几次实践下来，我觉得这样的尝试效果不错，参与教学的那些学生已然
成为了传统经典的小学者、小老师，也在一堂堂国学课上使别的同学品味到了“传统与当代结合”的
美好滋味，是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设计一堂国学课，对于这些学
生而言，可谓难易参半。难在对文本内容的正确理解及与之相关的思维拓展，而又好在每一课的设计
者，是以六七人组成的学习团体，小组成员们集思广益，总有好主意在这场“头脑风暴”里产生；同
时，他们也各有所长，在教学设计中互相学习，互为补充，真应了那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若
要细说整个设计过程，也如“三学三研”教学模式这般一一对应，经历了三个过程。首先，当我与小
组成员确定好教学内容之后，他们先分别回去“自学自研”，逐层深入地进行独立研究。从最基础的
查找选文中的生僻字、多音字的读音，到理解一句句话语的大意并进行翻译，再到领会它们涉及的相
应的道理内涵，这个过程中需要他们不厌其烦的治学态度。例如，在《论语》“论孝”一章中，有一
句“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撰。曾是以为孝乎？’”其中的“
曾”字意为“乃、则、就”，故读音为zēng，而不是我们习惯说的céng。这句话的大意是“子夏问
孝道。孔子说：‘侍奉父母，最难的是和颜悦色。如果只是有事情时，由子弟替父兄效劳；有酒饭时
，让父兄享用。这样就算是孝吗？’”而孔子对子夏关于孝的这番“色难”教育可以看作是对于前一
章关于子游问孝的“敬养”的补充——于形和悦，于心敬爱，内外双修才是行孝应有的态度，而不能
只停留在简单的物质给养层面。一堂课像这样的内容要准备十则左右，这个前期的“自学自研”是走
近传统经典的重要一步。在迈出这坚实一步之后，小组成员便要进行“互学互研”的集中讨论。主要
形式为线上讨论，围绕解决“自学自研”部分的存疑而展开。譬如，“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
其疾之忧。’”一句中，“父母唯其疾之忧”既可解释为“子女非常担忧父母生病”，又可解释为“
做父母的只担忧子女生病”，哪一种更好呢？通过大家讨论，最后认为突破口便是孔子说这番话的对
象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经考证，《左传》中说孟武伯是个蛮横无理之人，故而可以想见这样的人容易
找惹祸端，所以孔子把“做父母的只担忧子女生病”说与他听是更有深意的，就像明代彭端吾在《彭
氏家训》中所言的“保此身以安父母心，做好人以继父母志，便是孝。”此外，同学们还通过讨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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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网络资源的方式，设计好这堂课的一些环节。比如导入环节，或追求形式活泼，喜闻乐见，一下
子就能抓住听课同学的兴趣——16届7班的同学就通过讨论决定用目前风行的国产动画《秦时明月之万
里长城》的《君子之道》片段导入“士与君子”这一章的主题；或遵循严谨有度，为了下面的本课主
题内容做好相应情境铺垫——同样是“士与君子”的主题，16届8班的同学则讨论采用《百家讲坛》中
于丹“《论语》心得”的“君子之道”片段来进行导入。两种不同风格的导入，到后来的课堂操作时
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些贴近学生心理的“智慧结晶”，便是靠着学生们的出谋划策，由想象到分
享，而最终尘埃落定便换来了好的报偿，真好。其实，最让人内心交织着痛苦与喜悦的矛盾情感的，
便是如何在“传统与当代结合”的目标下，找到一条自然衔接的通途。这也是设计国学课的难点所在
，也就是最后的“深学深研”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和负责本课设计的小组成员离开了虚
拟世界，要进行一次重要的“圆桌会议”，主要探讨该如何将国学内容与当下学生生活联系起来，完
成教学设计中的“自学自研”与“深学深研”两个部分（“互学互研”部分即为解读本课涉及的国学
内容），以此实现“当下——古代——当下”的教学流程。关于前者的提问尚能应付，诸如请同学谈
谈自己在生活中对本课主题的认识，这样便能把他们的想法与接下来要分析的古人的观点进行对照，
也是一种自然的衔接之法；而后者的问题在于，当学生都理解了本课内容之后，该如何将这些传统经
典之理运用于对当下人事的思辨？虽然学生们不断提出自己的想法，往往一个小时讨论下来还没有最
好的答案。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值得思辨的问题终究在我们努力的感召下“浮出水面”：如关于
论孝，“我们常把‘孝’和‘顺’连着说，但事实上两者可能有一些差别，比如你要对父母尽孝，而
尽孝的内容和方式并不顺他们的心意；抑或顺了他们的心意，可与你想要尽孝的想法有别。请你思考
并谈一下现代社会中你更倾向于孝还是顺？请举例说明理由。”而言及君子的判断标准，“某小学副
校长洪耀明兑现承诺和小猪亲嘴，据网友说，洪耀明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兑现几周前与学生的承诺，
即‘如果学生不在希望桥和校园乱扔垃圾，就和小猪亲嘴’。网友在微博中透露，洪耀明是其小学语
文老师，‘(老师)言出必行赞一个’。那么，你觉得这个副校长能称作君子么？请说明理由。”（其
余的主题与提问在此不一一罗列，以免繁赘）当然，除了按圣贤教育的道理进行判别之外，答案本身
也是开放性的，只要言之成理即可。在实际教学环节中，在座的学生们对这些问题都很感兴趣，且各
持见解，畅所欲言，难能可贵的是都能自觉将本课国学内容融入到自己的判断分析之中，这即是达到
了小组设计的初衷，大抵可以说完成了“传统与当代结合”的目标。而每每回忆与这些学生设计国学
课的过程，我愈发觉得他们是非常认真地对待国学，亲近国学，也热爱生活，善于思索，有许多值得
我学习的地方，真好，“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由这些
学生自主设计并讲授的国学课，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都中较为充分地调动起了其他听课学生的兴趣、热
情，与积极思辨的精神。作为在讲台下听课学生之一的我，也为他们“三学三研”环环相扣、自然流
畅的教学过程，以及丰富有序的教学内容而感动与着迷。原本自己当初邂逅国学课的那份惴惴不安的
心情现在已然全副烟消云散——是这些学生用属于他们的当代青年的精神感染我、与我一同走近了传
统经典，又采撷其中的菁华，化之为听课学生能够理解的形象生动的事理，完成了由“深入”到“浅
出”的“先学后教”的过程，较好地做到了“传统与当代结合”。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此中分出了为学者的三个境界：知晓道理谓之其一，好学求知谓之其二，乐
从学来谓之其三。虽有高低之别，但为学者都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追求而实现层层深入与提高。于国学
课，在这些学生身上，我业已感到了他们从教学设计伊始，到本课教学结束铃声响起时的蜕变，谓之
见证了他们的学习进步亦可。而我也想着，在更多学生身上，在其他课上，甚至在整个人生旅途中，
只要将自己全副投入进学习中，都会有这样的进步，以之趋于更好的境界。是的，就让你我与这些年
轻的生命一起共勉罢，“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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